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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国是两周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姬姓诸侯国。从分
封到消亡，正处于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期，也是礼
乐制度从萌芽走向成熟时期。虢人极为推崇食器，特
别是青铜鼎，承载着身份、等级、礼仪、文化等多方面
内涵，是西周礼器组合的核心，是奴隶主贵族明尊卑
别贵贱的标志性器物。虢国青铜鼎存世的数量多、类
型全，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鼎文化，为了解两周时期
的礼器组合制度和用鼎规范提供了珍贵资料，今特选
数件介绍如下,以飨读者。

师鼎（图1、2）西周中期器，通高85厘米，口径65
厘米，最大腹围 205厘米，重 106千克，1974 年扶风县
强家村铜器窖藏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鼎口
微敛，平沿外折，双立耳，耳外侧有两道凹槽。口沿下
侧为几匝粗细不一的凸弦纹，其间还饰有两周云雷
纹。整只大鼎，造型规整，制作精良，敦实稳重，雄伟大
气，尤其是腹内壁的长篇铭文令其价值倍增。鼎腹内
壁铸有铭文 19行，共 197字。全篇铭文有七处提到德，
有孔德、安德、胡德、烈德、懿德、介德，是西周铜器提
到“德”的最多的一件。从铭文我们还知道器主师属于
虢国贵族虢季一支，西周中期时受周王宠信，连续四
代担任师职，位高权重，赫赫有名。

虢文公子段鼎（图3、4）西周晚期器，通高 28.9厘
米，口径 31.4 厘米，现藏辽宁旅顺博物馆。此器平沿
方唇，立耳，半球形腹，底近平。口沿下饰窃曲纹，腹
饰波曲纹，间隔以弦纹。耳外侧饰重环纹。腹内壁有
22 字铭文：“虢文公子段作叔妃鼎，其万年无疆子子
孙孙永宝用享”。同铭器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法国
巴黎赛尔诺什博物馆也各藏一件，它们的形状、纹
饰、铭文都相同，应是一组列鼎。铭文中的虢文公，是
周宣王时期的执政大臣，以劝谏周宣王“不籍千亩”
而名垂史册。他就是虢国墓地M2001墓主虢季。铭文
中的“段”是作器者，虢文公的儿子，“叔妃”是“段”的
妻子，排行为叔，反映了西周晚期虢国与妃姓苏国联
姻这一事实。

虢宣公子白鼎（图5、6） 西周晚期器，通高 33、口
径 32厘米。现藏北京颐和园管理处。平沿方唇，立耳，
半球形腹，三蹄足。颈饰窃曲纹，腹饰鳞纹，间隔以弦
纹。鼎内壁铸铭文 5行 27字：虢宣公子白作尊鼎，用卲
享于皇祖考，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此鼎与国
家博物馆收藏的虢季子白盘关系密切，虢宣公子白与
虢季子白二者应为同一人。虢宣公是西周晚期虢国的
一位国君，虢宣公为其死后谥号，虢季系其氏，其子子

白是一名军事将领，伐猃狁立功得到周宣王奖赏，表
明虢公一支，世在王朝任高级武职。

从上述所列器物看，虢国青铜鼎是两周之际鼎文
化的一个缩影。从纹饰看，主要有波曲纹、重环纹、垂
鳞纹、窃曲纹、凸弦纹等，纹饰风格从早期的繁缛华丽
变得素雅疏朗、质朴简练。从器形看，都是圆鼎，附耳
或立耳，半球形腹，蹄足，造型古朴、庄重大方。从铭文
看，大多都简明扼要，明确谁作器、为谁作器以及希冀
后世永保用享。从组合看，多为列鼎，虢国贵族严格遵
循用鼎制度，其中，国君及虢国太子墓均为七鼎，国君
夫人礼降一等，使用和大夫一样的五鼎，其余的士级
贵族使用的是三鼎或一鼎。

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独有的
器皿。经世代薪火相传的鼎文化，已深深植根于我们
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表征。鼎的庄重、
沉稳、坚实、优美，深受人们喜爱。一言九鼎、三足鼎
立、钟鸣鼎食、问鼎中原、革故鼎新、大名鼎鼎等一些
成语已经被人们烂熟于心。1995年 10月，为庆贺联合
国五十华诞，我国向联合国赠送了一尊青铜巨鼎--世
纪宝鼎，更是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人期
望稳定、安宁、和平的理念。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通商，西学东渐，西方文
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产生了维新思想。上海成
为经济中心的同时，也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文人
画家纷纷云集此地。受新的社会环境影响，文人画家
参考东西方艺术技法和理念，对传统国画进行大胆改
革和创新，以顺应呼应时代生活气息，形成著名的“海
上画派”。海派画家在传统国画现代化的过程中作出
了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一提到“海上画派”，大家熟知的便是
“海上三任”、蒲华、虚谷、吴昌硕等知名大家。而对中
国近代画史稍有研究还会发现，清末民初之际有一批
晚清“遗老”在海派书画艺苑活动，如陈宝琛、沈曾植、
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康有为、曾熙、李瑞清、张元济
等。他们在书画笔墨、风格、流派传承上，对张大千、刘
海粟、徐悲鸿等大批近现代艺术家产生过深远影响。

其实，“海上画派”的知名人物远远不只这些，除
了我们熟悉这些大师外，当年还有许许多“名流”。据
不完全统计，1840年至 1949年间，至少有 1480余位画
家在上海谋生、进行书画创作活动。其中有不少人名
擅一时。笔者通过调查了解到，江西省各博物馆收藏
了不少海派书画家作品。江西省文物交流中心20世纪
80年代从上海朵云轩购进的书画中，就有数位是清末
民初近代海派名家的珍品。有光绪至宣统年间的“城
隍庙画派”代表画家邓启昌、舒浩，有南派山水画扛鼎
人物何汝穆、顾麟士、陆恢，还有海派名家陆恢、姚虞
琴，民国海派著名花鸟画家吴树本、谢公展（与缪伯英
号称“海上三菊”）等。下文选取其中几位名家及其作
品加以介绍。

“城隍庙画派”代表画家：邓启昌 字铁仙，号跛道
人，江宁（今南京）人，晚清画家，生卒不详，约与钱慧
安、倪田同时。其作品有时署名邓启品。侨居上海，光
绪年间在上海以卖画为生，与当时海上名家多有交
往。工画花卉，尤善画菊，笔力精劲，设色绚丽。

邓启昌的《菊花图》纸本立轴（图1） 纵 138厘米、
横 37厘米，没骨画菊、篱、红叶荆棘。款题：“抚十三峰
草堂，铁仙邓启昌写于飞鸿馆。”钤朱、白文名字两方
印。十三峰草堂为清代中后期画家张赐宁书斋，以气
韵取胜，“海上画派”前辈大师虚谷曾取法张赐宁。可
见邓启昌此画为仿张赐宁之作。

“城隍庙画派”代表画家：舒浩字萍桥，浙江宁波
人，侨寓沪上，生卒不详。与任伯年、沙馥、钱慧安同
时，画名亦相伯仲。光绪宣统间与钱慧安、邓启昌、倪
田、宋海卖画海上，号为“城隍庙画派”代表画家。能
诗，山水、人物、花鸟兼善，尤擅双勾填彩，人物与陈老
莲、任伯年近似。

舒浩的《水墨花鸟图》纸本设色（图2）纵18厘米、
横 53厘米。款题：“继云仁兄大人雅正，平桥舒浩作于
海上。”钤白文字号“平桥”方印。

清末民初江南山水画代表：陆恢（1851—1920）初
名友恢、友奎，字廉夫，号狷盦、井南旧客、破佛盦主、
话雨楼主、狷盦、丑奴盦主，江苏吴江人，寓居苏州。善
画山水、人物、花鸟，工汉隶，为吴大澂赏识，得观历代
名迹，入吴幕府游三湘，并从军出关，饱览辽东名胜。
后助江督张之洞补绘《承华事略》。所作山水苍秀遒
丽，古拙幽雅，为娄东嫡传；花卉清逸有致，得恽寿平
遗韵。又精鉴别，曾先后为庞莱臣（虚斋）及盛宣怀鉴
定古书画。为清末民初江南山水画一代宗师，从游者
数十人。

陆恢名款《秋溪寒林图》纸本中堂（图3）纵132厘
米、横66厘米。款题：“壬戌秋仿耕烟散人意，廉夫陆恢
作于吴中。”画面钤有收藏印（朱文字号“天放”方印）。
画为写意水墨山水，部分落叶秋林枝柯赭黄写之。
款题提示仿王翚笔意。

海上山水画扛鼎人物：何汝穆（1874—1921或
1923）字熙伯，别号洗钵，浙江人（或为安徽人）。寓
居上海鬻画为生。曾任职上海牙厘局馆（税收、招
商局）。工书，能诗，善传统山水，摹古功力深厚。与
蒲华、顾麟士、陆恢、吴昌硕等相交，尤其与一代宗
师吴昌硕交厚。其画作存世不多。

何汝穆的《拟王鉴笔意山水图》纸本立轴（图
4）创作于1917年，摹清初王鉴画意。纵132厘米、
横 52厘米。款题：“学廉州萧散之笔，愧无活泼之
趣。丁巳秋日客海上，蝨口何汝穆”。钤白文“汝穆
私印”方印。诗塘裱钱经铭所题旧作诗稿。钱经铭
为江苏无锡人，是吴昌硕、王一亭的好友，著名的
书法家，师法初唐四家，尤其是欧阳询。

清末民初四大鉴定家之一：姚虞琴（1867—
1961）名瀛，字虞琴，渔吟，号景瀛，浙江余杭人，久

居上海。早年科举未第，潜心习诗作画，50岁寓居上海
后与画家陈夔龙、程十发、唐云、吴昌硕等交往甚密，诗
歌酬唱。喜写兰，其兰由明入元，幽静秀润，与齐白石有

“北齐南姚”之誉。抗战期间蓄须深居，卖画度日，学郑思
肖，画兰不带土，寓祖国沦陷之意。喜收藏，精鉴藏，与吴
湖帆、黄保銊、张大壮并称“四大鉴定家”。

姚虞琴的《墨兰图》纸本立轴（图5）纵66厘米，横
32 厘米。款题：“美人称绝世，微笑摘兰樷。庭中光景
媚，叶叶度春风。壬午春虞琴写生，年七十六”钤白文

“姚虞琴”方印。壬午年为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期间，
所以此兰为空中悬浮兰。

海上三菊：吴树本（1869-1938年），字笠仙，号餐
英阁主、秋圃老农、东篱野叟等，江苏扬州人。擅人物、
山水、花鸟，工诗、篆刻。中年后主画菊花，在恽寿平

“没骨法”的基础上，重彩小写意，以色画花、以墨点
叶，造型优美，明丽热烈，突破文人画的冷逸风格。同
缪谷英、谢公展并称“海上三菊”。

吴树本的《荣耀秋菊图》纸本轴（图6） 创作于
1930年，纵87厘米、横40厘米。款题：“重阳有约，风雨
归来，荣耀秋菊，花好齐开。十九年冬月笠仙吴树本”
钤朱文“吴树本”、白文“笠仙写菊”方印。

（江西省文物交流中心藏品）

1990年7月我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硕士毕业，分配到广州博
物馆工作，从此与文博结缘，至今已有33年。30多年来，广州文博
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我也从一个文博新人逐渐成长为一名基层博
物馆领导和专家学者。一路走来，见证了广州文博发展的许多重
要时刻，同时也把我的青春和激情奉献给了文博事业。

我是在江西革命老区长大的，小时候很少能接触到文物艺
术一类事物，再加上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需购票才能入博物
馆参观的，所以读书期间很少去博物馆、艺术馆参观。

毕业时，我很想找一份教书的工作，后被分配到广州博物
馆，心里不免有些忐忑和迷茫。20世纪90年代，文博单位属冷门
行业，吸引不了激情澎湃的年轻学子。报到时，得知自己是广州
文化系统唯一一名研究生。

领导重视人才，把我分到馆业务部门。按惯例，馆里新入职
人员均需去展场锻炼一年，因我学历较高，馆领导特批我除外。

工作不久，我查阅资料，发现本馆有不少“威水史”。1928
年，广州市政府以“广州为孙中山故乡”，启动博物馆建设，次年
1月11日，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馆址就设在广州地标建筑镇海
楼。这是广东第一座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和功能的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在博物馆建设及管理理念方面一直走
在全国前列。1951年 2月 27日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市
长兼任负责人，3月1日新成立的广州人民博物馆全面建成开放
（后改名为广州博物馆）。到我进入广州文博时，广州已建成广
州博物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
习所旧址纪念馆、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南越王墓博物
馆等十余个文博场馆，地上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地
下文物也得到了科学发掘，一大批市民、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纷
纷向馆捐献文物。

得知自己是在一个历史悠久且各项工作都优秀的单位工
作，我之前的迷茫和担心立即一扫而光，激情重新燃起。

30多年来，我亲身经历和参与了广州文博的许多大事，如今回想起来，依
然记忆犹新。

在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广州迎来了建城 2210周年。广州市文化局
从文博单位抽调业务骨干，组建展览筹备组。我有幸忝陪末座，成为其中的一
名陈列人员。

展览设在南越王墓博物馆临展厅，从市属文博单位精选珍稀品以及具有
特别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物共计262件（套），按铜铁器、玉石印玺、陶
瓷器、工艺美术和书画五大类展出。展览推出后，深受观众喜爱，并荣获首届全
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完成该展后，1997年下半年我被调去参加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工作。在广
州历史长河中，南越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

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市北京路东侧、中山四路以北地带。早在1975年，考古
工作者就在这里发现秦造船遗址及叠压其上的南越国砖石走道遗迹，1995年
又在该片区东北角发现南越国宫苑石构水池。为保护原址，考古人员与工地施
工人员曾发生过激烈争执，后在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的关心下，矛盾得到解
决，遗址得到保护。由此使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二者关系问题，迅速
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1997年广州计划在此处兴建“信德文化广场”。鉴于这里已有两次重大考
古发现，按国家规定，在开展基建前需作考古发掘。为此，广州市文化局成立秦
汉造船遗址办公室，从市属文博单位抽调业务骨干，组成考古发掘队，作抢救
性发掘。该项目被命名为“97广州秦造船遗址发掘Ⅱ”。

这次考古发掘面积有4000多平方米，探方46个。为确保考古现场不塌方、
不渗水，施工队提前在工地四周打下近10米深的支护桩。

发掘工作一直到1998年3月结束。此次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最重
要的发现是百余米长的曲流石渠。该石渠建于南越国，气势雄伟，砌法独特，在
我国园林史和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鉴于这次考古发现意义重大，发掘队及时起草《秦造船遗址与西汉南越国
宫署遗址保护初步设想》，首次划定遗址重点保护区及 4.8万平方米的遗址保
护区，为宫署遗址的保护奠定了基础。

1995年和1997年开展的两次考古发掘成果，均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一处遗址两次获奖，在全国考古界实为少见。如今，宫署遗址得到了合理保护
和有效利用，2005年被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重大遗址保护专项”，2006年被
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再次被列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报
世界遗产遗存点。南越国宫署遗址被誉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精华之所在”。

自入博物馆工作以来，馆领导一直关心我的成长，放手让我参加一些重大项
目。因工作出色，我于1998年被提拔为副馆长，次年入选广州市委组织部和市人
事局组织的“广州市政府培养面向 21世纪领导人”项目，赴美国学习一年。自
2003年起担任馆长，30多年来，我一直以馆为家，以馆为荣，兢兢业业地工作。

在担任基层领导期间，我先后主持或参与过一些重要工作，如将五仙观下
放给越秀区，整合广州博物馆与原广州美术馆馆舍，举办广州博物馆80周年馆
庆，修缮文保单位等。

历史上，五仙观是一座祭祀五仙的谷神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由
广州博物馆管理。因历史原因，五仙观周边存在安全隐患，馆的确无法推进征地
拆迁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文保理念的发展，加上各区都在积极筹建博
物馆，为充分发挥区政府优势，1999年正式将五仙观移交越秀区管理。区委区政
府接管后，一方面挂牌设立越秀区博物馆，一方面启动环境整治工作，经过2000
年和2004年两期修缮，五仙观的历史风貌得到恢复。2007年，市区两级政府又在
此处建成南粤先贤馆，使南粤先贤精神与岭南文化精髓一同融入五仙观中。如
今，以五仙观为馆舍的越秀区博物馆，环境优雅静谧，已成为广州一处重要文化
中心。五仙观的下放、保护、利用，为全市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树立了榜样。

广州博物馆一直以镇海楼为馆舍，展示空间狭小，严重制约了馆的发展。
后来广州美术馆新馆落成开放，毗邻镇海楼的原美术馆馆舍在局的努力下交
由博物馆统一管理。2006年，我开展馆舍整合工作，后经反复论证，决定依凭公
园环境美的优势，通过连通两处馆舍，使其成为花园型博物馆。

整合工程虽然不大，却十分琐碎。整合后的广州博物馆，功能分区更为合
理，展示空间增大数倍，馆藏文物得到更好展示，广州博物馆集历史、自然、艺
术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的定位得到初步实现。

2009年，广州博物馆迎来80周年华诞，5月16日盛大的庆典活动在镇海楼
前举行。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专程到馆庆贺；台
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女士寄来贺联：“羊城无尽藏，镇海多奇珍。”

此次庆典还有意外收获。活动间隙，我向郑院长展示馆藏1937年版《故宫
日历》。院长非常兴奋，回去后马上安排人员查找馆藏，并决定继续出版《故宫
日历》。从2010年起，故宫每年都出版一款《故宫日历》。如今《故宫日历》已成为
故宫最受大众喜爱的文创产品，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文博工作的30多年里，除上述这些令人难忘的“大事”外，我也做了一些
有意义的事：主持修缮了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三元古庙”、广州大
元帅府旧址等；与港澳文博同行合作办展；系统征集广州外销瓷、外销画、玻璃
窗等地方文物千余件。

文博是我一生唯一的事业，我愿为之坚持不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
得人憔悴”。广州文博取得了的成绩，全体广博人，也包括我自己，为此付出了
无数辛勤汗水。为使广州文博能更上一层楼，我们要更加努力。

（程存洁著《品味·印迹》文物出版社 202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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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画名家摭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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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国青铜鼎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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